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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 义 札 记 五 则

于 江

《 孟子
·

梁惠王上 》
: “

百亩之田
,

勿夺其时
, 数 口 之家可 以无饥矣

” ,

大多数古代汉语教

科书
“

夺
”

字都不加注释
,

王力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在常用词 “

夺
”

下认为
“

勿夺其时
”

的
”

夺
” “

表

示一种强迫的行为
” ,

这样的解释似可商榷
。

按
: “

夺
” ,

本义应为失
。

《说文
·

在部 》 : “

变
,

于持佳失之也
.

从又
,

从在
。 ” 《集韵》末韵

: “

奎
,

或

从寸
” ,

是
“

童
”

即
“

薄
”

字
。

据此
, “

勿夺其时
”

应解释成
“

不失其时
” 。

《 孟子 》原文
“

鸡豚狗疏

之畜
,

无失其时
,

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
。

百亩之田
,

勿夺其时
,

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
” , “

无失其

时
”

和
”

勿夺其时
”

互见
, “

无失
”

和
“

勿夺
”

对文
, “

夺
”

即失也
。

古籍中
“

夺
”

训为失义的例句很多
。

《荀子
·

富国》
: “

罕兴力役
,

无夺农时
,

如是则国富矣
” 。

.

夺
”

字与《孟子》文中
“

夺
”

用法大 致相同
,

都应解为失义
。

《史记
·

攘侯列传》 : “

攘侯
,

昭王亲舅

也… … 及其贵极富溢
,

一夫 开说
,

身折势夺而以忧死
” 。 “

势夺
”

即
“

失势
” 。

《素问
·

通评虚实论》 :

“

邪气盛则实
,

精气夺则虚
。 ’

王冰注 : “

夺
,

谓精气减 少如夺去也
。 ”

南朝宋谢惠连 《 雪赋》 :

`
皓鹤夺鲜

,

白屡失素
” , “

夺
” “

失
”

互文
。

王安石《上五事札子》 : “

农时不夺而民力钧矣
。 ” “

夺
”

也应该解释为失去
。

汉语中
,

和
“

夺
”

组成的词语 中
, “

夺
”

存有失义的也很多
。 “

夺魄
” ,

犹俗言失神
。

( 《 左传
·

宣公十五年》 : “ … … 天夺之魄矣
。 ”

)
“

夺伦
” ,

谓失其伦次也
。

(《尚书
·

舜典 》 : “

八音克谐
,

无

相夺伦
。 ’ ,

)
“

夺柄
” ,

谓失去权力
。

(《管子
·

任法》: “

藉人以其所操
,

命 曰夺柄
;

藉人 以 其 所

处
,

命日失位
。 ”

)
“

夺气
” ,

谓丧失勇气
。

(《孙子
·

军争》 : “

故三军可夺气
,

将军可夺心
。 ”

)
,

夺胆
” ,

胆气丧失也
。

(梁武帝 《 移京 邑檄》 : “

武力丧魄
,

义夫夺胆
。 ”

)
“

夺精
” ,

精神丧失

也
。

(《素问
·

经脉别论》 : “

惊而夺精
,

汗出于心
” 。

)
“

夺
”

有失义已如上述
,

可是
,

后代许多词典
,

包括 ({辞源》都漏收
“

夺
”

为失之义项
,

这主

要有两 个原 因
: 1 , “

夺
”

字的本义后代借用
“

脱
”

来表示
, “

夺
”

的本义渐次失传
。

朱骏声 《 说文

通训 定声 》 云 : “

夏
,

手持住失之也
。

从又
,

从夜
,

会意
,

既得而失去也
。

字亦作弯
,

从寸
,

经 传

统以脱为 之
。 ’ ,

《群经正字》 : “

今经典从寸作夸
,

求变
。

按
,

矍字之形
.

从又
。

又
,

手也
。

从花
。

霍
,

鸟张毛羽 自禽也
。

合二文会意
,

言手持佳而失之也
。

既得而失之
,

是脱落字之 木 字 术

义
。 ”

《说文》: “

脱
,

消肉耀也
。 ”

这就是说
,

经传中
“

脱
”

字多用于表示
“

夺
”

的本义失
。

《汉书
·

艺

文志》 “

脱字数十
” , “

脱字
”

就是指失去的字
,

遗 漏的字
; 校勘学上 的用语

“

脱文
”

也称
“

夺文
” ,

指的就是古籍中失漏的文字
。 2 ,

`

敢
` ’

字本义借用
“

夺
”

字表示
, “

夺
”

逐渐具有夺取义
。

《说文 》

段注
“

童
”

下云
: “

凡手中遗落物
,
当作此字

。

今乃用脱为之
,

而用夺为争弧字
,

相承久失
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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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日 ,

做
, “

经传皆以夺为之
。 ” 《说文》: “

傲
,

强取也
” 。

因此
, “

夺
”

转而具

有取义
。

这样
, “

夺
”

字通过两次借用
,

本义逐渐不为人所知
。

施

《论语
·

公冶长》 : .

颜 回日
: `

愿无伐善
,

无施劳
’ ” 。 “

无施劳
’ . ,

孔安国释为
: “

不 以劳事

置施于人
。 ”

王力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释为
: “

指不把劳苦的事加在别人身上
” ,

即以
“

施
”

为 加义
。

程希岚
、

吴福熙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注
“

施
”

为
”

施加
” 。 “

施加劳苦
” ,

显属不词 , “

置施于人
” ,

又有增字解经之嫌
。

技
: “

施
”

有张大
、

夸张之意
。

朱熹《集注》 : “

伐
,

镑也
。

善
,

谓有能
。

施
,

亦张大之意
。

劳
,

谓有功
。 《易》日

`

劳而不伐
’

是也
。 ”

朱骏声 《说文通训定声 》认为
“

施
”

` 假借为
“

侈
” 。

而
“

侈
”

亦有张大
、

夸张义
。 《淮南子

·

本经训》 : “

崇台檄之隆
,

侈苑囿之大
,
以穷要妙之望

。 ”

高诱

注
: `

侈
,

广也
。 ” 《国语

·

吴语》 : “

以广侈吴王之心
。 ”

韦昭往 : “

侈
,

大也
。

” 文选
·

左思 <三都

斌序 ) 》 : ”

侈言无验
,

虽丽非经
。 ”

吕延挤注
: “

侈
,

大也
。 ” “

侈言
”

指夸大不实的言辞
。

顾炎

武 《五台山记》
: “

余考昔人之言五台者过侈… … 皆太广远而失其实
。 ”

这里
“

侈
”

也是夸大义
。

“

施
”

假借为
“

侈
” ,

在语音上可得到证实
。 “

施
”

和
“

侈
”

上古同为歌部宇
,

它们 的 韵 母 相

同
。

它们 的声母
,

李方桂《上古音研究 》认为
“

施
”

是 s t h j一
, “

侈
”

是 t h i一
,

因此声母也相同
。

古书
“

施
”

与
“

移
” 、 “

侈
”

与
“

移
”

多通用
。

如
“

施
” “

移
”

互用 例
: 《诗

·

周南
·

葛覃》 : “

葛之覃兮
,

施

于中谷
。 ”

毛傅 : “

施
,

移也
。 ”

《释文》: “

毛以豉反
。 ”

庄子《人间世》
; “

哀乐不易施乎前
。 ”

《 释

文》 : “

施
,

崔
: 以豉反

,

云 : 移也
。 ” 《礼记

·

大传》: “

绝族无移服
。

” 释文》 : “

移
,

木作施
。 ”

《 史记
·

田叔传》 : “

如有移德 于我
。 ” 《集解》引徐广 曰 : 移

,

犹施也
” 。

又如
“

侈
” “

移
”

互用 例
:

《 仪礼
·

少牢 馈食礼 》: 级主妇被锡衣侈袂
。 ” 《释文》 : “

侈
,

本又作移
。 ”

《考工记
·

舆人》 : “

饰车

欲侈
。 ”

杜注
: “

侈
,

当为移
。 ”

既然如此
, “

施
”

通
“

侈
”

也是可 以的
。

把
“

施
”

看作是
“

侈
”

的假借字
, “

施
”

有张大
,

夸张义
,

在理解
“

无伐善
,

无施劳
”

时就能文通

字顺
, “

施
”

与
“

伐
”

互文
,

它们是同义词
。

撰

《论语
·

先进 》 : “

异乎三子者之撰
” ,

各家对
“

撰
’

的解释主要有四 种 : 1 ,

才具 (才 卜 )
。

王

力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注 : “

撰
,

才具 (才干 )
,

指从事政治工作的才能
。 ”

郭锡 良主编的《古代汉

语》注 : “

撰
,

才具
,

才干
” 。 2 ,

志愿 (志向 )
。

沈知方
、

蒋伯潜 《四书读本》注 : “

撰
,

具也
,

言和他们

三个人所具 的志愿不同
。 ”

张以文《四书全译 》注 : “

撰
,

志向
” 。

3 ,

述说
。

徐中玉主 编的 《 大学

语文》注 : “

撰
,

述说
。 ”

杨伯峻 《论语译注》 : “

我的志向和他们三位所讲的不同
” 。

4
,

善言
。

北

京大学《先秦文学史参考 资料》注 : “

撰
:

一
一

本作
`

撰
’

音义同
`
途

’ ,

作
`

善言
’

解
” 。

按
: “

撰
”

通
“

选
” ,

义为选择
。 “

撰
”

与
“

选
”

同为
“

翼
”

声
, _

匕古读音相似
。

《集韵》 : “

选
,

择

也
。

或作撰
。 ” “

撰
,

亦 与选同
。 ” 《史记

·

司马相如列传》 : “

伊上古之初肇
,

自吴弯兮 生民
,

历

撰列辟
,

以迄于秦
。 ”

裴驯集解 引徐广日
: “

撰
,

一作选
。

” 史记
·

平准书》 : “

白金三品
:

其一

曰重八两
,

圆之
,

其文龙
,

名曰白选
,

直三千
。 ” “

白选
” ,

((汉书
·

食货志》作 “

白撰
” 。

《淮南子
·

锐山训》 : “

撰 良马者
,

非 以逐狐狸
,

将 以射糜鹿
。 ”

杨树达《淮南子证闻》注
: “

撰假为选
” 。

、
“

撰
”

释为择
,

古书也有例证
。 《周礼

·

夏官
·

大司马》: “

群吏撰车徒
,

读书契
。 ”

贾公彦疏
刁撰

.

为
“

择取其善者
” 。

《礼记
·

内则》 : “

肉日脱之
,

鱼 曰作之
,

枣 曰新之
,

栗 曰撰 之
。 ”

郑玄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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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
”

为
“

皆治择之名也
” .

《文选
·

班昭
·

东征赋》 : “

时孟春之吉 日兮
,

撰 良辰而将行
。

引郑玄 日
: .

撰
,

犹择也
。 ”

柳宗元《万年县垂柳君墓志》 : “

先时撰辰酌礼
,

称义备物
。

也 是择义
。

”

李善注
, .

撰
.

由此可见
, “

异乎三子者之撰
”

的
“

撰
”

应释为选择
,

这样也更能符合原文文意
。

《左传
·

楚归晋知罄》 ; “

各惩其忿 以相肴也
。 ”

各家对
“

惩
”

的解释主要有两种
:

1, 惩戒 ` 王力

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注 : “

各惩一时之忿
,

而互相原谅
。

惩
,

惩戒
” 。

2 ,

懊悔
。

朱东润主编的公中国厉

代文学作品选》注 : “

惩
,

懊悔
。 ”

董希谦
、

王松茂主编的《古汉语简明读本》同 。

我们认为
, “

惩
-

释
“

懊悔
”

于古无证 ; 而根据 《辞海》 , “

惩戒
”

义为
”

以过去的失败作为 教训
”

或
“

指惩罚 以示警

戒
” ,

则
“

惩
”

释为
“

惩戒
” ,

亦不 妥
。

按
: “

惩
”

应该释为止
。

上古
“

惩
”

有止义
,

如《易
·

损》 : “

君子 以惩忿窒欲
。 ”

孔疏
: “

惩止忿

怒
,

窒塞情欲
。 ·

一惩者
,

息其既往 ; 窒者
,

闭其将来
。 ” “

惩
” 、 “

室
”

互文
,

都是止义
。

《诗
·

小雅
·

污水》 : “

民之讹 言
,

宁莫之惩
。 ”

毛傅
: “

惩
,

止也
。 ”

郑笺释
“

惩
”

为
“

禁止
” 。

《楚辞
·

九章
·

怀沙》 : “

惩违改忿兮
。 ”

王逸注
: “

惩
,

止也
。 ” “

惩违
”

与
“

改忿
”

为对文
,

意指克制忿怒
。

王念孙

《 读书杂志 》 : “ `

违
’ ,

恨也
。 、

言止其恨
,

改其忿也
” 。

在《诗经》里 , “

惩
”

共出现七次
,

其 中有六次当止义讲
。

除上举一例 以外
,

还有 五 例 如

下
:

1
, 《诗

·

小雅
·

节南山》 : “

民言无嘉
,

潜莫惩暖
。 ”

郑笺
: “

惩
,

止也
。 ” 2 , 《诗

·

小雅
·

节南山 》 :

“

不惩其心
,

覆怨其正
。 ”

郑笺
: “

女不惩止女之邪心
,

而反怨憎其正也
。 ” 3 , 《诗

·

小雅
·

十月之

交》 : “

哀今之人
,

胡 瞥莫惩
。 ”

郑笺 : “

惩
,

止也
。 ”

4
, 《诗

·

小雅
·

正月》 : “

民之讹 言
,

宁 莫 之

惩
。 ”

朱熹《集传》 : “

惩
,

止也
” 。

5 , 《诗
·

大雅
·

小毖》 : “

予其惩
,

而毖后患
。 ’

这是成语
“

惩前毖后
’

的出处
,

新版炙辞海 》 正释为戒止
。

由 J比可见
, “

各惩其忿以相宵也
”

的
“

惩
”

应释为止
。

秀

徐宏祖 《 :芳天言降
: “

转入石门
,

越天 部之协而下
,

则天邻
、

莲花二顶
,

俱秀出天半
。 ”

郭锡

良主 编的《古代汉 语》释
“

秀出
”

为
“

特异出众
” ,

即以
“

秀出
”

为偏正 结构
, “

秀
”

为
“

出
”

之状语
。

按
: “

秀
”

当释为出
, “

秀出
”

即拔出
、

挺出之义
, “

秀
”

与
“

出
”

为同义互训之联 合 结 构
。

天

都
、

莲花为黄山的两大奇峰
, “

秀出天半
” ,

指作者过天部泽
,

历阶而 下
,

这时夭都
、

莲花二峰

则逐渐插入云端之状
。

古书
“

秀
”

有出义
。

《广雅
·

释话》 : “

秀
,

出也
。 ”

《国语
·

周语下令
: “

五间南吕
,

赞阳秀也
” ,

“

秀
” ,

朱骏声 《说文通训定声 》注为
“

出也
” 。

《 文选
·

张景阳
·

七命》 : “

尔乃浇谢迎风
,

秀出 中

天
. ”

注 : “

秀
,

出貌也
。 ”

如 《宋史
·

胡安国传》 : “

松柏挺然独秀者也
。 ” “

秀
”

为挺拔义
。

又 《宋

书
·

武帝纪》 : “

相国宋王
,

天纵圣德
,

灵武秀世
” 。 ” “

秀世
”

谓挺拔于世
。

《水经注》 : “

顽壁霞举
,

若红云秀天
。 ” “

秀天
”

指挺立空中
。

“

秀
”

的出义至今保留在方言俗语中
,

现代吴语用
“

秀了
”

一语称稻麦之穗从剑叶鞘 中抽出
。

又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
“

秃
”

字注
: “

今苏俗老而秃顶 曰秀顶
。 ” “

秀顶
”

一语至今犹存
,

其义指

头发逐渐脱落而头顶逐渐露出
, “

秀
”

仍为出义
。

又
“

秀眉
”

一词中
, “

秀
”

亦是拔出
、

挺出之义
。

综上所述
, “

秀出天半
”

之
“

秀出
” ,

解释为
“

拔出
”

更合文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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